
今 年 是 四 川 省 阿 坝 藏 族 羌 族 自 治 州 成 立 70
周年。 70 年来，在神奇壮美的川西北高原，阿坝

各 族 儿 女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砥 砺 奋 进 ，阿

坝 大 地 沧 桑 巨 变 ，生 机 勃 发 。 新 时 代 十 年 来 ，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

州 干 部 群 众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四 川 及 阿

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家园展现出崭新的面貌，谱写了高质量发展崭新

的篇章！

七十年州庆，处处唱欢歌

晨光熹微，旭日方升，阿坝大地处处张灯结彩，

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9 月 16 日，这是喜庆的日子，一声声礼炮，在阿

坝 大 地 回 响 ，这 是 庆 祝 的 声 音 ，盛 大 的 节 日 到 来

了。伴随着欢快的舞蹈、嘹亮的歌声，阿坝各族儿

女尽情挥洒着发自内心的澎湃激情，迎来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

阿坝州体育场里一派热闹场景，欢呼声此起彼

伏，共同期待庆典启幕。在激扬的旋律中，国旗方

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首先入场。伴随

着欢快的乐曲声，会徽鲜花方队、彩旗标语方队、民

族团结方队、扬帆远航方队和阿坝州各县（市）方队

依次入场。

大家身着节日盛装，满怀喜悦、载歌载舞，表达

着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感恩、对全国

人民和社会各界的感激之情。

大会正式开始。国歌庄严奏响，全场肃立齐唱

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想大声唱出

来，国歌响起时，却忍不住哽咽了。”年轻干部东文

丽动情地说。

在庆祝大会现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9
个大字格外醒目。70 年来，阿坝儿女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在这片孕育伟大长征精神的热

土上，践行着“永远跟党走”的铮铮誓言。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央有关部门祝贺团

团长、国家民委专职委员秦宜智代表中央有关部门

祝贺团向阿坝州各族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

挚问候，高度评价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现场不时

迸发出热烈的掌声。

四川省祝贺团团长、省委书记王晓晖出席大会

并讲话。他表示，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阿坝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党 中 央 的 关 怀 和 嘱 托 ，

“ 飞 ”进 了 阿 坝 各 族 群 众 的 心

里。“作为阿坝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和建设者，我深感骄傲。”观礼台上，

94 岁 的 离 休 老 干 部 郭 金 槐 话 语 中 充 满 了

感慨。

在主题文艺演出上，近万名阿坝儿女身着节

日盛装，将最美的歌声献给美丽家园，用热情的舞

蹈迎接新的征程。演出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富裕为主

线，生动展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70 年来取得的

辉 煌 成 就 ，唱 响 主 旋 律 、共 筑 中 国 梦 。 今 天 的 阿

坝，政通人和、民康物阜、人心思进，是阿坝发展史

上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之一。

党的领导下，创建示范州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阿坝人

民克服重重困难，踊跃投身民主改革、发展生产、改

革开放，“一步跨千年”，实现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

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

照耀下，阿坝大地日益成为生态美丽、富裕小康、和

谐幸福的家园。

进入新时代，阿坝州按照四川省委“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五区共兴”部署要求，聚焦“生态、发展、

民生、稳定、作风”五个关键，高质量推进“一州两区

三家园”建设，办成了许多事关高质量发展和长治

久安的基础性、根本性的大事，推动新时代稳州兴

州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跨越式发展。从南大门汶

川县到西北门户若尔盖县，从岷江河畔到川西北高

原，从农区到牧区……阿坝各族儿女在党恩惠泽

下，过上了殷实富裕的新生活。

阿坝州久久为功筑牢生态屏障，绘就山清水秀

的美丽画卷。

绿色是阿坝最亮的底色。近年来，花湖长大

了，湖泊面积扩大 435 公顷，水位上升 52 厘米；九寨

沟更绿了，去年植被覆盖区占比已升至 80.91%……

阿坝州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定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一增一减”目标，

全面构建“一屏四带、全域生态”发展新格局，努力

走 出 一 条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生 态 文 明

之路。

阿坝州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铸就赶超跨越

的历史丰碑。经济总量从建州初期的 2400 万元，

增长到 2022 年的 462.5 亿元；财政收入从建州初期

的 280 万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34.75 亿元……

让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阿坝州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育龙头、强园区、优环

境、拓市场、促融合，加快建设具有阿坝特色的“三

地共建、五业同优”产业新体系。扎实抓好川青铁

路、都四轨道、久马高速、清洁能源基地等重点项目

建设，加紧推进郎川高速、川汶高速、1000 千伏特高

压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构建“四向通道、全域拓

展”开放新态势。

阿坝州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汇聚稳州兴州

的强劲动力。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赓续传承红军长征播

撒的民族团结思想火种，在和衷共济、团结奋斗中

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各

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探索

推广“五同工作法”，创建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单位 13 个、省级 103 个，覆盖率达到 85%，成功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深入开展“两联一进”群众工作全覆盖，全州

3.5 万名干部联系 19.7 万户农牧民和 1.8 万名宗教

界人士，开展法律政策宣讲 2.7 万场次，干群关系、

党群关系更加牢固。

迈步新征程，永远跟党走

70 年感恩前行，70 年璀璨成就，充分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磅礴伟力，充分展示了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的巨大成功；昭示出一个颠扑不破

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阿

坝。在祖国的怀抱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少

数民族地区一定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程中绽放绚丽光彩，创造辉煌业绩。雪山草地、藏

寨羌乡，奏出新时代最强音：感党恩，听党话，永远

跟党走！

在黑水县木苏镇团结村，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

自发聚集在村党支部副书记保保西家中收看建州

70 周年庆典，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村民保保西说：

“在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我们深刻

感受到阿坝 70 年间的巨大变化与进步，

感到由衷自豪！祝愿阿坝各族儿女

明天的生活更美好，我们的祖

国更强大。”

“震撼！看得我热泪盈

眶。”壤塘县岗木达镇达日村村民

桑多在观看建州 70 周年庆典后说：“我

是 1953 年出生的，我深深感受到生活的巨

大变化。”70 年来，全州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

引的正确方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这

片凝结着伟大长征精神和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红

色热土上，描绘了一幅幅浓墨重彩、波澜壮阔的发

展画卷。

70 载岁月如歌，70 载砥砺前行。展望时代新

征程，阿坝州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四川省委部署要求，坚持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扎实做好稳定、发展、民生、生态等各项工作，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阿坝，奋力推动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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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

尔康市，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文旅禀赋

优越。从红色历史中走来，马尔康市正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踔厉奋发。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色农牧业蓬勃

发展，生态产业加速崛起，清洁能源基地

建设强劲起步，近年来马尔康市产生了很

大变化。利用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马尔

康市以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抓手，打造

“宝藏之地”文旅品牌。农村道路畅了，环

境美了，民居靓了，一座生态旅游文化名

城已见雏形。

发展特色产业，群众致富增收。位于

马尔康市党坝乡的格尔威村，因为村寨分

散、道路差，产业发展一直迟缓。近年来

当地从基础设施改善出发，修缮村内道

路，实施灌溉引水工程，村子的短板一点

点补齐。发挥草地林地资源丰富的优势，

村里采用土地苗木和管理技术入股等方

式搞起花椒产业，又引入了特色养殖，生

活有了盼头。“村里种下 100 多亩花椒，成

活率超过 95％，大伙精心打理，花椒基地

产量肯定节节高。”格尔威村党支部书记

丹增罗尔吾自信地说。

一面促农增收，一面更新城市。在

梭磨河的两岸，马尔康市街区的商户们

有了新面貌。“我们一直致力于城市风貌

优化。为了提升整体形象，对城区中心

6 条街道及其主城区外立面进行安全质

量提档升级。软瓷、垒石砌筑等现代工

艺与藏羌民俗文化相结合，打造出琼鸟

传说、东来之水、绣女织天等嘉绒文化城

市景观，成为旅游线路上的亮眼名片。”

马尔康市特色街区提升改造项目部负责

人说。

马尔康市的变化日新月异，经济快

速 发 展 、民 生 不 断 改 善 、社 会 和 谐 稳

定。如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了新起

点 ，马 尔 康 市 将 积 极 推 进 生 态 美 丽 、和

谐 幸 福 、富 裕 小 康“ 三 家 园 ”建 设 ，努 力

实现“布局美”“产业美”“环境美”“生活

美 ”“ 风 尚 美 ”，把 产 业 发 展 之 路 走 得 更

宽 、更 实 ，在 蓝 天 碧 水 中 绘 就 一 幅 山 乡

新画卷。

马尔康市—

促进致富增收 绘就山乡画卷
本报记者 李凯旋

绿树葱茏，碧波荡漾。作为岷江、涪

江发源地和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松潘县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和川西北生态

示范区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松潘县将生态建设作为重要

任务，提出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全力

实施生态修复治理、全面推动生态价值转

化三大工作任务。“通过持续加快完善政

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

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

径，我们全面梳理了县域生态资源资产，

建立生态资源大数据动态管理平台，推进

生态产品供需精准对接，加强绿色金融创

新。同时积极培育生态文化，构建生态文

明建设全民参与体系，让良好生态环境成

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奋力绘就‘蓝天碧

水’的‘生态松潘’画卷。”松潘县相关负责

人介绍。

位于松潘县境内的川青铁路德胜隧

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各自岗位上忙

碌着。“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在隧

道各个横洞、正洞口修建污水处理池，在

拌和站投入使用压滤机等方式，将泥浆与

污水分离，实现污水处理后反复利用，有

效保护了岷江上游的水质安全。”中铁二

局川青铁路工程指挥部一分部负责人介

绍。项目全线通车后，成都约 2 小时就能

到达黄龙九寨站，2 小时可达位于高原的

松潘县。

“绿”既是底色，也是资本。近年来，

松潘县按照“抓点示范、串点成线、连线连

片、连片推进”的总体要求，已形成点上出

彩、面上开花的乡村振兴局面。

在松潘县镇坪乡麦吉村，如诗如画

的“微公园”实现了村民忙时地里干，闲

时村里逛的乡村悠闲生活，更是吸引了

不少游客。“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将

自然生态与乡村韵味有机结合，“颜值”

提了，“气质”升了，“财值”增了，以生态

为底色的乡村魅力不断散发，旅游业态

逐 步 形 成 ，村 民 开 怀 ，游 客 开 心 ，生 态

“绿”变成了发展“金”。

松 潘 县 坚 持 一 体 保 护 、系 统 治 理 ，

持 续 找 寻 美 丽 路 径 ，打 造 美 丽 颜 值 ，追

求美丽品质，奋力把美好愿景变为发展

实景。

松潘县—

推动生态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樱桃挂在枝头，通体鲜红。在汶川县甜

樱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威州镇布瓦村里甜樱

桃热卖。“今年全村甜樱桃种植面积 1000 余

亩 ，产 量 能 达 到 60 万 斤 左 右 ，估 计 产 值 在

1000 万元以上，人均收入近 2 万元。”威州镇

布瓦村党支部书记朱德平说。

近年来，汶川县全面落实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决策部署，精准补链延链强链，推动农

业多做贡献、工业持续上升、三产振兴发展，获

得 6次四川“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荣誉。

推动农业多做贡献，汶川积极推广甜樱

桃、脆李子、香杏子“果三宝”，加快培育“畜三

宝”，推动农业产业“三业融合、三链同构”。

截至目前，已建成果、茶、竹、药等产业基地。

其中，甜樱桃现代农业园区被评为四川省五

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甜樱桃、脆李子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猕猴桃、跑山猪等拥有

“三品一标”认证产品证书，现代农业标准化、

生态化、特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推动工业持续上升，汶川县坚持“绿色本

底、生态优先”定位，扭住“绿色、高效、节能、

环保”关键，全面构建“一园四区一线+飞地”

工业发展布局。“工业企业要着眼当前、考虑

长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到开发一方资

源、发展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群众、保护一方

环境，这样才能为汶川持续发展和群众致富

提供有力保障。”汶川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局长刘现高说。如今，发展绿色生态是汶川

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已成为汶川县新的发

展引擎。

推动三产振兴发展，汶川县全力推进“南

部避暑康养胜地”和“北部冰雪休闲胜地”建

设，将休闲农业旅游与民族风情重构，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探

索出了以全域旅游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文旅

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路径，逐步构建起

了处处是风景、四季皆可游的全域旅游大格

局。新场景、新业态深受游客喜爱，康养旅游

经济“筋骨”越来越强。

如今的汶川，生态环境优美，人民幸福安

康，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阿坝的征

途上，奋力前行。

汶川县—

调整产业结构 带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永战

“2023 年 九 寨 沟 景 区 游 客 突 破 300
万！”据统计，今年 1 至 8 月，四川省九寨沟

县 接 待 游 客 531.2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1.89%，实现旅游收入 56.69 亿元，同比增

长 33.40%。

数字背后，是九寨沟县依托全域旅游，

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发展路

径结出的硕果。近年来，九寨沟县构建“1+
12”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以九寨沟景区为

主，12 个景区景点相互支撑，实现从“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目前，已成功创

建 2 个 4A 级景区、2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1
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获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和天府旅游名县等荣誉。

金秋时节，走在九寨沟县双河镇的山

水间，谷深水清。在九寨庄园景区，游客

们在酿酒葡萄基地里尽情嬉戏。景区以

九寨沟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为依托，打造

了罗州湖景区、传统村落观景台等众多景

点。近可观碧波斑斓、红叶浪漫，远可看

群山起伏、峰峦百态。

川甘交界处，国道 247 线旁，100 米栈

道连接 200 级台阶，直通“秦蜀锁钥”柴门

关。踏上栈道，旌旗猎猎，抬头仰望，“柴门

关”3个大字下，三国文化浮雕尽展眼前。

改革开放前，九寨沟县曾依靠伐木发

展经济。上世纪 80 年代九寨沟景区开放

后，九寨沟县积极推动九寨沟景区走向世

界。如今，九寨沟县又迈上全域旅游的发

展新路。

发展旅游经济，交通是命脉。九寨沟

县抢抓机遇，构建“外联内畅互通”的立体

式交通运输体系。目前，川九路等已经建

设完工并投入使用，九黄机场航班直达全

国多地，成西铁路、九绵高速、九武高速、

川汶高速即将蜿蜒盘旋而来，一条条四通

八达的路穿越在高山峡谷间，让九寨沟全

域旅游更通畅。

构建完整链条，推动旅游体验升级。

从如诗如画的九寨沟到川金丝猴栖息地，

自然保护区建设成效凸显；从爱情海到柴

门关，优美自然风光和浓厚历史文化相得

益彰……如今，九寨沟县已建成一个集休

闲度假、科考探险、康养娱乐于一体的完

整旅游产业链，勾勒出建设世界生态旅游

目的地新蓝图。

九寨沟县—

拓宽旅游新路 助力体验升级
王永战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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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

会现场。 安 源摄（人民视觉）

图②：九寨沟县神仙池风景区景色优美。

九寨沟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汶马高速修进深山。

龙 刚摄（人民视觉）

图④：汶川县果农在管护猕猴桃。

王 飞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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